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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了
《七七事变》《太行山上》 等 8 部国产
抗战电影和 《虎口脱险》 等 4 部外国
电影在北京以及山西、河北等地展
映，电影频道也选择了百余部抗战题
材影片，从现在起将展播至 12月。首
先请您介绍一下国产抗战影片是如何
演变的。

张东：纪念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常
态，到了一个重大事情的重要纪年，
我们往往需要搞比较隆重的纪念活
动，来对事件的历史和现状做个总结。

如果从整个中国电影 80多年的抗
战作品上来看，“九一八”及上海“一
二八”以后，一些电影公司就开始以
战争为背景，讲战争中人的悲欢离
合。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电
影机构撤到大后方，还有其他一些电
影公司，也拍了一些以抗战为背景的
故事片和纪录片。但因战时环境、条
件所限，影片不仅数量很少，质量上
也难以保证，只有少数影片如 《风云
儿女》《八百壮士》 等有影响力。《风
云儿女》 还产生了国歌。抗战胜利后，
一些电影公司拍摄的反映抗战生活的
影片，艺术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是联华影艺社拍摄的《八千
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这
两部比较经典的、进步的抗战片，艺术
性、思想性都比较完美。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抗
战影片的创作达到一个高峰，出现了

《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
《铁道游击队》《回民支队》《野火春风
斗古城》 等著名影片。改革开放以
后，“第五代”的探索片很多都以抗战
为背景，如吴子牛的《喋血黑谷》、张
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
土地》，从导演到艺术创作都值得关
注。上世纪 9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开
始多元化，也开始产业化、娱乐化，
最早应该被提及的抗战影片是 《烈火
金刚》，有明星阵容，按照商业片模式
打造。所以，抗战电影在各个时期有

各自的不同特点。

记者：抗战电影与政治、与时代
的关系非常密切，改革开放以来的视
角和内容是怎样的？

张东：我们对一段重大历史、对
民族灾难的认识，肯定是随着时间和
岁月的发展、随着人的观念变化而改
变的。

改革开放以后的 4 个十年，抗战
电影从纪念的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
侧重和变化的。抗战胜利 40周年时的
1985 年，强调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流
砥柱；到 1995 年抗战胜利 50 周年时，
对正面战场已经有一定的认识，《血战
台儿庄》 公映，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战
中起的作用和他们的一些战绩有所表
现。抗战胜利 60周年时，除了强调抗
战的军事斗争以外，同时有了全民抗
战的概念，当年公映的纪录片 《为了
胜利》，讲述了民间、老百姓的抗战、
整个社会大环境下的抗战，比如说工
商界、文艺界、教育界以及一些普通
百姓在抗战中作的贡献。今年我们的
纪念主题，包括文艺作品创作，更强
调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大框架之内。我认为，这是
非常重要的。以往，有些人，有些势
力，对中国人民在抗战中起的作用估

计不足，强调得比较少。我们自己主
动找到自己的位置非常必要。

记者：有人统计，中国 80 多年来
共摄制了 400 多部抗战题材电影，很
多导演热衷拍摄这一题材，市场也始
终广阔，这是为什么？

张东：首先，战争片是电影中绝
对不可忽略的类型，好莱坞的战争片
就很受欢迎。观众欣赏电影，喜欢看
两种东西，一种是离自己远的，一种
是离自己近的。战争是大家都不愿意
经历的，那就通过艺术的形式从电影
里头看。其次，男人生性好斗，崇尚

英雄，女性观众也是美女爱英雄，军
人从外表到内在气质的帅，永远对观
众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国抗战
题材电影多，也有自己的历史和政治
原因。军事斗争伴随着中国共产党诞
生到新中国成立前 28年的历程，应该
通过电影表现自己的光辉历史。但战
争片又不完全是打仗，与政治、现实
有很复杂的关系，也要考虑统战要求
和国际关系等各种因素，而抗日战争
期间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震撼人
心的故事，是写不完的一个聚宝盆，
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涉及，只要找到不
同的角度，仍然可以在银幕上呈现。

记者：怎样看待《地雷战》《地道
战》 等诞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影
片？为什么近年来摄制的抗战电影还
达不到这些电影的影响力，难以载入
史册？比如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影
片已经拍了七八部，但是为什么没有
产生像 《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
恩》那样的名作？

张东：经历过战争的人和没有经
历过战争的人，拍摄的战争片肯定是
不一样的，每一代人对战争、对人性
也都有不同的思考。《地雷战》《地道
战》 等电影比较朴素，作者都是战争
亲历者，是把自己的真实体验变成影
片。当时很多观众的心理需求也还是
希望享受、回味我们的胜利，丑化侵
略者。在故事性方面，那一代的编
剧、导演等创作者受传统文化例如章
回小说影响较深，具有中国人的传统欣
赏习惯，喜欢有头有尾的故事、单纯的
故事线索、性格比较鲜明的人物。尽管
其中的日本鬼子有漫画化、弱智化倾
向，但这跟那时整个电影界、文艺界的
审美观都有很大的关系，是大的社会氛
围和美学观念决定的。当然，我们不能
否认那时的影片确实有“左”的东西。

至于近年来的一些商业电影没有
成为非常成功的抗战电影，原因可能有
两个：一是没有拍好中国军队怎么在战
争中和日本鬼子对垒的，二是没有体现

好战争背景下各种人的生存、反抗状
态。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被中国电影
反复表现，首先是因为这个事件至今不
被日本军国主义承认，也可以引发对我
们民族性的深刻思考，此外也还可以提
供制作商业大片的元素。具体而言，《南
京南京》的主要问题在于最后人为地写
日本兵忏悔，违背历史和现实，观众不
认可；《金陵十三钗》在商业上选了离奇
的故事，请了好莱坞明星，但惟独忽视
了影片核心层面的历史反思和思想立
意，比如妓女和女学生在人格层面上，
是否是相等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影片
没能给出很好的答案，观众提出质疑也
是必然的。

记者：有人说，军事电影正日渐减
少，影响日渐减弱，您怎么看？

张东：这是必然的。在过去的年代
里，军事、战争是国家主要的事情，我们
的政党和人民一度曾经最重要的事就
是打仗，军事在人民生活中占很大的比
重，军事电影必然受到格外的重视。据
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我国
军事电影曾经占年产电影的 1/3 还要
多。但是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经济
建设、和平发展成为百姓生活的中心，
比如现在大家都在炒股，而不是大家都
在当兵，完全按照过去最红火时的做法
继续拍军事电影，是不可能的。但是在
世界范围内，战争片、军事片一直被关
注，也仍然不断地出现好片子。近年来
许多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都与战争有
关，比如 《英国病人》《辛德勒名单》

《拆弹专家》，战争片的生死考验和强
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使其永远都有魅
力，令观众热血沸腾。

我始终认为，战争不仅仅是军人
的事情，反对侵略战争也不仅仅是军
事问题。试想，如果没有一片和平的
天空，我们的股票涨得再快，我们的
房子盖得再多，百姓能过安稳的日子
吗？铭记历史，居安思危，这正是我
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
的目的。

电影 《一江春水向东流》 被赞誉为“中
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史诗影片”“现实主义电影
的里程碑”和“中国电影史上叙事电影的高
峰”。在旧中国电影史上，没有哪一部影片像

《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在制作过程中经历过
那么多磨难，放映后又如此叫好、叫座。

影片导演蔡楚生 1931 年加入联华影片公
司，相继执导了 《渔光曲》《新女性》《迷途
的羔羊》 等一系列优秀影片。抗战爆发后，
他又积极拍摄了不少反映日寇侵华的电影，
蛰居香港仍遭到日军搜捕。他不得不夹杂在
难民队伍中颠沛流离，辗转于桂林、柳州等
地，并于 1944年到达陪都重庆。蔡楚生在抗
战期间目睹了日军的所作所为，为了揭露这
些暴行，鼓舞中国爱国青年，他决定创作

《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作品。他不满足于自
己逃难期间的所见所闻，不顾生活的贫困和
身体的虚弱，四处寻访逃难的人民，了解他
们的疾苦，还特别注意从报刊中收集文字、
照片资料，以补充和丰富自己的生活积累，
使影片更符合生活的真实。1946 年夏剧本创
作完成，他的身体也累垮了，一直低烧咳
嗽，于是他请郑君里一起执导这部影片。

由于经费不足、物资和设备缺乏的缘
故，影片在拍摄期间常常不能搭建出拍摄所
需的布景，如“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的战
争场面，上海沦陷前后的战争和人民纷纷逃
离的战乱场景，南京被攻陷时的战争场景
等。影片在断断续续的拍摄中艰难地行进
着，整整拍了一年才完成。当时， 全体剧组
人员只有一个共同心愿：再苦再累也要将

《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成，上至导演下到群众
演员，都全情投入到工作中。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几个日本兵用
枪硬逼着一群贩米的老百姓跳进河里。这个
镜头是在制片厂后面一条臭水沟里拍摄的，
当时正值深秋，沟里的污水又臭又凉。为了
照顾后期的剪辑角度，扮演老百姓的演员一
次又一次地跳进污水中，每隔几分钟上来，换去湿衣，呷口酒暖暖
身子再跳下去。片中还有一个素芬在倾盆大雨中被淋得浑身湿透的
镜头。当时自来水供应不上，不能制造人工雨，只得抽臭水沟的水
来应景，饰演素芬的白杨忍着难闻的气味，拍了一遍又一遍。影片
把抗战前后将近10年间的复杂社会生活，浓缩到一个家庭的悲欢离
合之中，揭示了民族危难关头，整个社会的纷繁动荡，强烈地表达
了人民的正义呐喊。夏衍给影片以高度评价：“要是中国更多一点自
由，要是中国有更好一点设备，我们相信你们的成就必然会十倍百
倍于今天。但同时也就因为你们能在这样的束缚之下产生出这样伟
大的作品，我们就更想念起你们的劳苦，更感觉这部影片的成功。”

1947年秋，历尽磨难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 终于得以上映。尽
管当时上海秋风萧瑟、阴雨绵绵，但各大影戏院门前却出现了“成
千万人引颈翘望，成千万人踩进戏院大门”“满城争看一江春”的壮
观场面。影片在上海首演时一连上演了 3个多月，并荣登 1947年由
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评选出的“国产十部最佳影片”之首。影片发
行到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地之后，也创下高票房的纪录。

《一江春水向东流》 原片全长 7个多小时，1956年剪裁为 3个多
小时。这部史诗巨片的诞生，使出品方昆仑公司的事业达到了巅峰。主
角白杨、陶金如日中天，主要配角吴茵、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也拥有上
好的口碑。这部影片成为中国影坛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的扛鼎之作，也
永远奠定了蔡楚生在中国电影史上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

国内电视界首档警界真人纪实节目 《平安
缘》，今年第二季度在北京卫视播出后，引发了巨
大的社会反响。这档由北京市公安局与北京电视
台共同出品，以首都公安一线民警忘我工作为内
容的节目，在全国省级卫视中开启了多个“第一
次”：首次和公安战线合作出品节目；首次利用数

百个监控探头、上千警用执法记录仪，24小时全
景记录；首次将纪实节目的触角延伸到犯罪现
场、抓捕现场等生死战场的最前沿；首次在卫视
最黄金时段播出赞颂公安民警的纪实节目。

在节目制作播出的 3 个月时间里，十几路记
者走进北京公安系统20余个总队和分县局，跟随

一线民警出勤作战，跟踪拍摄近5万分钟的
素材，用镜头真实纪录了触动人心的出警
现场和背后的故事。

这里有夜以继日的付出，这里有惊心
动魄的对抗，这里有真情实感的流露，这
里有默默无闻的坚守。公安部文联副主

席、曾经以真实警察身份出演电视连续剧《918大
案》的武和平说，《平安缘》节目表现的是“逼真
的原生态，不是摆拍作秀”，“警察的生与死、苦
与乐，给人震撼”。他表示，“相信警界和电视平
台两大资源实现对撞，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优秀
的新作品”。

随着古筝伴奏的响起，一群小书童出现
在舞台中央，以稚嫩的童声将一首首古诗词
娓娓道来，别有一番风味。他们使用的诵读
方式，是吟诵。

吟诵是汉文化圈中的人们对汉语诗文的
传统诵读方式。通过吟诵，可以更深刻地体
会汉语诗文的精神内涵和审美韵味。为进一
步促进吟诵的研究和传承工作，搭建一个世
界性的诗歌吟诵交流舞台，第三届“中华吟
诵周”日前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世界
各地的 1000多位传统吟诵传承人、吟诵理论
家、吟诵推广志愿者和吟诵爱好者汇集一
堂，共襄盛举。原本静谧的暑期校园突然人
潮涌动起来。

“中华吟诵周”举办 3年，影响力越来越
大。此次活动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吟诵爱好
者，也吸引了来自台湾、日本的吟诵爱好
者，他们自发地编排了精彩的吟诵表演，展
示了不同风格的诗歌的魅力。

福州传统吟诵调传人陈侣白先生认为：
“中国古典诗词独特的魅力，尤其是音乐性的
魅力，不但要诉诸视觉 （文字），而且必须用
吟诵的方式诉诸听觉，才能充分表现出来，
以达到欣赏、吟味的目的，二者缺一不可。”
他深刻地揭示了吟诵的真谛。长久以来，吟
诵在东亚地区的传承始终没有间断。随着各

国文化交流的日益紧密，彼此间的共通之处
日益显现，说明东亚地区各国各具特色的传
统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在中宣部、教育部、国家语委
等部门的支持下，以首都师范大学中华吟诵
教育研究中心为核心，全国吟诵界进行了大
量的吟诵抢救、整理、研究、教学、推广等
工作，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普遍欢迎。有1万多
名教师经过了吟诵培训，数千所中小学校在
进行吟诵教学探索，全国成立了数十个地方性
吟诵学会和团体，几乎每天都有地方在举行吟
诵活动。本届吟诵周开幕式上，就有来自广州
市龙口西小学、首都师范大学吟诵团、河南轻
工业学院吟诵团、北京景山学校吟诵团等以青
少年为主的吟诵团队。中国国学教育学院院长
赵敏俐说：“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吟诵，致
力于中华古典诗歌的研究、教育、传播与交流，
体会到其中的辛苦，更多的是享受到吟诵的乐
趣，体会到中国古典文学之美。”

动画电影 《大圣归来》 自 7 月 10 日以来，排片率一
路上涨，累计票房至 7 月 23 日已经突破 5.7 亿元人民币，
创下国产动画片的新纪录。大量看过的网友在互联网上
点赞力挺，催生了一个用来表示“自发成为影片拥趸”
之意的网络新词“自来水”，网上自发的粉丝团已拥有数
万人。《综艺报》 总编朱玉卿说，这部动画片，“完全是
黑马，火到让人没有心理准备”。

总体来说，这部国产动画电影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
因。首先是电影质量过硬。动画电影近年来一直是中国
电影的软肋，尽管我们有很好的素材，为好莱坞的 《花
木兰》《功夫熊猫》提供了成功案例，但是从创作和技术
方面来说，我们一直处于初级阶段。《大圣归来》在影片
的故事内容和视听感受方面都有所提高，虽然与国际水
准尚有不小差距，但它在最关键的时候，一扫长久以来
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上国产烂片当道的阴霾，给无数热爱
传统文化、热爱国产动漫、支持国产电影的人们注入了
信心。影片不是对《西游记》的“依葫芦画瓢”，而是对
剧情进行了合理的重组，将大圣塑造成一个桀骜不驯、
颓废却永不屈服的东方悲剧英雄。这部动画电影做到了

“合家欢”，让孩子和父母能一起感动着看完。“合家欢”
不再只是一句商业宣传口号，动画电影不再是低幼的代
名词。出品人路伟说：“这部电影能有那么大的后劲儿，
其实都是成年人在支持，而摆脱低幼是动画电影的敲门
砖。”第三，《大圣归来》 的票房如此之高，出品方、制
片方固然欣喜，而放在今年异常红火的暑期档，这个票
房成绩已经不再稀奇。应该说，这部影片的票房突围，
也是整个暑期档全面增长，大盘水涨船高的结果。影片
票房达到4亿元时，出品方横店影视负责人刘志江在《综
艺报》 举办的“聚影汇”放映活动上，对媒体一再表
示：感谢这个暑期档所有的好电影，是你们把这个大盘
托起来，大家才能在里面找到自己应有的份额。

客观地说，《大圣归来》 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孙大圣形象的好莱
坞化、卡通人物面部表情单一化、喜剧包袱的刻板化等。但是，这部电影的诞生
恰逢其时，给电影人和观影人打了一针强心剂。纵观2013年、2014年、2015年上
半年国产片和进口片票房和观影人次的对比，国产片的票房和观影人次有一定
增长，但比进口片则缓慢得多。到2017年，我国电影市场将完全向好莱坞放开，
业内人士充满危机感。朱玉卿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像《大圣归来》这样的影片去
抗衡好莱坞，现在影院的椅子凳子将来都是属于进口片的。而好莱坞每年票房
前几名的影片，铁定都有几部动画片，如《狮子王》《冰雪奇缘》等。所以，国产动
画人还要乘《大圣归来》的这一良好势头继续努力，让国产动画片长盛不衰。

国产抗战电影展映：

再现风云儿女血肉长城
本报记者 苗 春 受访专家：张 东（八一电影制片厂原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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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缘》出警现场触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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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金 （右）、白杨主演《一江春水向东流》

来自日本的嘉宾在吟诵唐诗来自日本的嘉宾在吟诵唐诗


